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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北大秧歌》

章节摘录

书摘一、东北大秧歌的渊源及其演变    东北大秧歌流传于我国东北三省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表演
形式丰富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。本书所介绍的东北大秧歌，主要是指流传于辽宁城乡的各种秧歌
。    东北大秧歌流传至今约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。杨宾所著《柳边纪略》载有《上元曲》：“夜半屯
姑著绮罗，嘈嘈社鼓唱秧歌，汉家装束边关少，几队口儿簇拥过。”说明杨宾早在二百八十多年前，
便在东北看到当时流传的秧歌了。    另据传说，元代忽必烈称帝后，把百姓每五十户编为一队，派一
元兵看管，元兵为寻欢取乐，常集合百姓唱歌跳舞，并在其中乱蹿乱跳，戏弄妇女，以后依此作为一
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。辽阳地秧歌过去一般有五十人左右表演，由一手持长鞭的“克力吐”指挥(此鞭
又称老牛槌)，按其鞭声变化各种花场，并可在她们中任意蹿来蹿去。这种表演形式和上述传说近似；
蒙语“鄂尔克吐”意为权力，与指挥者同义，与“克力吐”音似，可能属于音变。如按此传说推算，
东北大秧歌的起源应上限于元代。如从辽阳挖掘的东汉墓群的百戏图来看，秧歌应属其中的形式，当
上限于汉代，但汉代墓群之百戏与秧歌的关系，有待进一步的考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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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本书分别对东北大秧歌的渊源及其演变、表演形式和内容、风格特点、舞蹈动作等内容作了详细易懂
的介绍，而且在舞蹈动作方面，还附加了一些示范图片，动作分解很细，以便读者能更容易地理解动
作程序；对于教学安排也不用你操心,它已分别对低、中、高班作了周到安排，所以说，这是一本不错
的舞蹈教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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